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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坚持以开放的视
野、专业的服务，不断创新丰富产品，为企
业提供全生命周综合服务，近期推出“员工
持股融资”为科技企业开辟融资新路径。

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一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主要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
研发，是行业龙头企业。中信银行上海分
行在与企业沟通中了解到，企业目前正处
在业务结构转型重要时期，稳定核心技术
人才成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该
行迅速联系其辅导机构中信证券，在充分
了解客户情况后，为企业定制了“员工持股
融资”方案，并成功投放800万元，方案的
落地得到企业高度认可。

股权激励是在固定薪酬之外较为常见

的人才激励手段。员工持股融资针对成长
期的科技企业，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可向员
工持股平台提供融资，融资比例不超过出
资规模的60%，期限长达5年。

除了员工持股融资外，中信银行上海
分行还在研究其他股权类创新贷款，如认
股权贷款。认股权贷款依托上海股权托管
交易中心，科技企业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
中心登记托管、转让交易，企业在获得银行
贷款时，按照贷款资金的规模给予银行一
定比例的认股权，贷款到期时，银行可以根
据企业估值，选择是否通过行权获得收
益。该业务为具有核心技术、高成长性的
中早期科技企业提供了股债联动新方案。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推出科技企业“员工持股融资”，
实现“资金+人才”双向赋能

广告

王南丁在意大利一共学习了六年，
专攻合成材料、木器、纺织品以及绘画等
材料。正是在拉奎拉美院的学习期间，
他接触到了丰富的文物修复实践工作。
由于2009年拉奎拉市经历了大地震，整
个古城几乎被摧毁，侧重实践教学的学
院便承担起了古城部分修复工作。这也
为王南丁这些来此学习文物修复专业的
学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践学习平台。

在意大利求学期间，王南丁便已多
次参与了一些文物修复项目，包括拉奎
拉市主教堂数百平方米的天顶油画修
复、拉奎拉市政府半月宫藏木制雕塑修
复、列蒂市维斯帕西亚努斯剧院的巨型
油画幕布修复、罗马文明博物馆藏日本
绢本卷轴修复等项目。

毕业回国后，王南丁顺利考入上海
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从事青铜器修复工
作。但与求学期间他所接触相对平面的
修复不同，青铜器修复的特点在于材质
与立体结构。尽管他之前也涉及木器文
物的立体结构，但他指出，青铜器和木器
两者在制造工艺、结构与材质上存在很
大的区别。另外，他强调，青铜器修复工
作对青铜器的背景知识、立体造型能力
以及金属材料及铸造工艺等知识的要求

非常高，这与相对平面的文物修复工作
交集不算太多。

因此，在刚跟着师父张珮琛工作时，
王南丁也遇到了挑战。“最初，自己关于
青铜器的基础知识比较薄弱，尤其是中
国古代青铜器，较多的器型、名字并不熟
悉。我刚进来时，每天抱着书做笔记、反
复背记青铜器的名字，闲暇时便去人民
广场的青铜馆反复参观学习，平时也常
常观摩其他老师的修复工作，听取他们
的教导，辅助参与一些修复工作，慢慢地
积累了一些青铜知识。”他谦虚地表示，

“即便现在也不能保证对青铜知识了解
得多么全面，只能说刚刚入门，未来还需
要长期学习。”

虽然实际修复工作和从前所学有所
区别，但他很快就能够上手：“修复的底
层逻辑都是相通的，手上功夫很重要。
不同的只是材料性质发生了变化。”如
今，工作仅两年时间，王南丁已参加过上
海博物馆与三星堆合作的重量级修复项
目，独立完成二十三件三星堆青铜文物
的修复工作。此外，由于油画修复专业
的加持，他全程参与了上海博物馆《从波
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
展》布展、撤展、点交与维护工作。

上海博物馆对于文物修复有着非常传统的
师徒传承体系。从王荣达、黄仁生、张珮琛到如
今的王南丁，目前已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上博
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发展至今已有四代。作
为一名95后，王南丁是上海博物馆器物修复研
究室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从小与文物打交道以及
海外文保专业的学习经历，使他不仅对于文物修复
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也在多次文物修复保护工作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得益于海外求学经验与数次文物
修复实践，王南丁对文物修复也形成了自
己的理解。文物修复除了可逆性和最小
化干预性两大原则，他还介绍了其他重要
原则，例如：材料的兼容性、修复的可识别
性和可再处理等。“材料的兼容性，就是我
们所施加的修复材料要和文物本身的材
料要相互兼容，材料与文物本身不能发生
任何理化反应，二者应当相安无事。”他进
一步解释，“可识别性是国际上比较流行
的一个原则，即是说修复过的地方，行业
外人士难以辨别，但是业内人士近距离观
察，应该能看出修复痕迹，如此才能保存
文物本身所残留的信息，有助于历史等研
究。”

他认为，修复这个事情不是一劳永逸
的。“出土的文物，不是说修好了之后，它就
可以一直展陈。修复文物的过程也是传承
的过程，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修复材料必然
会出现老化，进而导致修复处与原文物出

现反差。另外伴随着新材料的研发或是考
古出土新发现等，旧修复不得不面临拆除
的情况，新一代的修复师会重新进行修复，
这时候就需要在不伤害文物本体的前提下
进行修复干预。”由此他指出，修复的可逆
性原则非常重要。

但他进一步表示，可逆性原则目前也
存在争议。“可逆性原则过于理想化，实际
上很多操作是不可逆的。”他举例说，“比如
疏松腐朽的木制文物，需要通过加固材料
进行加固，但渗透进去的材料很难再彻底
去除了，因此现在有一种新的理念叫做‘可
再处理性’。可再处理性是指对文物施加
的修复材料，不会改变文物本身并且不会
产生新的问题与病害。”

在这些理论原则基础上，王南丁希望
进一步结合前辈们的精湛的修复经验，同
时运用新的科技与材料，让上海博物馆在
青铜修复与保护方面接轨国际研究，不断
走在世界前列。

上博新一代青铜器修复师王南丁

让古老青铜器
重新焕发青春

王南丁回忆自己年仅五六岁时就与
文物打交道的经历，“我从小就近距离接
触过许多刚刚考古出土的文物，甚至是
人头骨，但是我并不感到害怕，而是非常
好奇。它们闻起来像是泥土混合着陈旧
古老的味道。”

正式进入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
工作后，师父张珮琛告诉他，气味可以作
为鉴定文物的一种辅助手段。他这才领
悟，自己熟悉的味道就是文物的味道，甚
至可以说自己是闻着文物的味道长大的。

王南丁的母亲也是一位文博工作
者，上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
后，被分配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
作，后又辗转回到上海，目前在青浦区博
物馆从事地方史研究工作。受家庭影
响，王南丁从小就接触过许多考古出土
文物，并且一直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

但年幼的他对文物修复这个职业未
曾有过了解，直到高中时期才有了立志从

事文物修复的想法，这一切都源于一则
新闻。高二时，学习艺术的他看到一则
新闻报道，某地方的壁画被非专业人员
错误使用油漆进行修复，完全改变了壁
画的本来面目，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
失，当时的他感到十分的痛心和惋惜。
自此之后，他便下定决心将来学习文物
修复与保护专业。“为保护祖先历朝历
代传承下来的东西，自己想尽到一份
力。”他介绍自己进入这一行的契机。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王南丁的父
母了解到意大利的文物修复专业在世界
上处于领先地位，于是决定高中毕业后
便送他去意大利学习。王南丁高中是艺
术生，因此他选择了文物修复专业师资
力量非常强大的意大利拉奎拉国立美术
学院，入学考试非常严格，整整进行了三
天，包括绘画、雕塑等技能考核以及理
化、美术史等理论的掌握，幸运的是，他
顺利被学院录取。

“闻着考古出土文物气味长大的”
耳濡目染为修复工作埋下种子

“文物修复的工作逻辑都是相通的”
油画修复为转战青铜修复奠定基础

“修复这个事情不是一劳永逸的”
理论结合经验助力青铜修复工作向前发展

王南丁在工作中。 本版摄影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